
水事频道 ● 技术频道 ● 国际频道 ● 视频中心 ● 重磅专题 ●法律频道 ●文化频道 ● 水商务网 ● 龙网公司

  所在位置： 水信息网 > 技术频道 > 水利新论 > 正文

 

论提高灌溉水的利用率（许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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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是人工补充农田作物生长所需水分的技术措施。进行灌溉，必须完成四个过程：

第一是修建取水工程，从不同的水源，如地面水（河流、湖泊和水库）、地下水等，引取

额定的水量作为灌溉用水。第二个过程是把引取的灌溉水量通过各级大小渠道输送、分配

到田间进水口。第三个过程是把进入到田间的水量采用各种灌溉方法（地面畦、沟灌，喷

灌和微灌等）供给作物。第四个过程是作物消耗水，即作物根系从土壤中吸取水分供其生

长，并最后形成实物产量。 

众所周知，在输水和配水过程中，渠道的渗漏损失是主要的，对土质渠道而言，一般

从取水枢纽到田间进水口，约有５０％的水量是渠道渗漏损失。在田间灌水过程中，如果

灌水方法落后，用水管理技术粗放，田间水量损失也很大，占进入田间水量的２０％～３

０％以上。在作物消耗水的过程中，如果灌水量过大，棵间蒸发量增加，作物腾发也会过

多而造成水量无益损失。 

目前，我国灌区的灌溉水利用系数平均为０．４，就是根据第二、第三两个过程中的

损失水量估算出来的。因此，政府化大量的投资修建防渗渠道，提高渠系水利用系数；采

用各种工程技术措施，改进地面灌溉技术（如平整土地，选取合理的沟、畦规格和放水时

间及流量），推广先进的喷、微灌技术等，减少灌溉水量，提高田间水利用系数。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节水灌溉发展速度很快，已取得显著成效。“十五”期间

节水灌溉的发展目标是全国平均灌溉水利用系数提高３～５个百分点，多数地区达到０．

４５，大中城市郊区达到０．５以上。为了实现或超额完成上述目标，当前应着重抓好以

下几项工作。 

１．加速渠道衬砌，减少渗漏损失 

各国的实践证明，衬砌渠道是控制渗漏损失的最有效途径。在输送一定流量时，衬砌

渠道的断面比非衬砌渠道的小，因而可以减少渠道占地。另外，衬砌还可以防止渠底和渠

坡的冲刷，控制杂草和动物的破坏，从而减少渠道的维修费用，因此，国外的灌溉渠道大

部分是衬砌的，渠系水利用系数高达０．８～０．９以上。由于衬砌渠道的一次性投入

大，特别是现有旧渠的改建，还要缩小过水断面，停水施工，难度较大。据不完全统计，

至今我国已衬砌的干、支渠道约５５万ｋｍ，仅占其总长的１８％。而干、支渠以下大多

渠道仍是土质渠道，在输、配水过程中的渠道渗漏损失十分严重。用单一渠道计算，从渠

首到渠尾的渗漏损失一般达３０％～４０％；按整个系统计算，包括干、支、斗、农渠，

则近一半水量是渗漏损失，即渠系水的利用系数平均约０．５左右。如全国灌区的年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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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按３４４５亿ｍ３计算，则其中有１７３０亿ｍ３的水量是通过各级渠道渗漏损失掉

了。因此，为了把我国灌区的水利用系数在“十五”期间提高３～５个百分点，应该重点

抓好渠道衬砌。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渠道衬砌工程取得很大进展，如山西、陕西、新疆等省区的

防渗渠道估计已占干、支斗级渠道总长的５０％左右，山西省的渠系水利用系数达０．７

以上。但从全国情况来看，各省区发展很不平衡。此外，已建的衬砌渠道由于工程老化、

衬砌材料差，施工质量低，或因冻胀破坏和管理不善而失效的也不少。因此，我国的渠道

衬砌工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一，要做好渠道衬砌规划和设计施工。国外常用衬砌材料有很多种，硅酸盐混凝土

是最常用的一种，施工质量好的混凝土渠道可以运行三四十年以上，且维修费用很低。因

此，有条件的地区应尽量采用混凝土衬砌。此外，如塑膜、浆砌块石、水泥土及不透水的

土料等也可以用于衬砌，要因地制宜地做好规划。无论是新建或旧渠改建，都必须进行渠

道衬砌设计，合理设计过水断面和边坡，做好坡顶截流排水沟和配套的养护道路。特别重

要的是要保证施工质量，这是能否延长衬砌渠道寿命的关键。 

第二，要加大投资力度。目前干、支渠等骨干渠道的衬砌主要由国家投资，地方配套

资金约占１／３～２／３不等，这是修建高标准衬砌渠道的保证。要加快衬砌速度，扩大

衬砌范围，一方面要继续加大投资力度，同时应建立严格的投资使用和监督制度，杜绝挪

用专项资金，确保投资效益。 

２．扩大农民参与，提高田间用水效率 

我国的灌溉水利用系数低，田间灌溉用水量浪费大是主要原因之一。从目前情况看，

造成田间用水量浪费大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第一，田间工程不配套。斗、农渠以下的渠道基本没有衬砌，大多没有控制建筑物和

量水设施，田间土地不平整，在水稻灌区的格田没有独立的进、出水口，基本上是串灌串

排，水、肥流失严重。因此，提高田间水的利用系数，必须首先修好田间配套工程。这也

需要一笔不小的资金。国家目前对田间配套工程基本不投资，完全靠地方或农民自筹，这

是田间工程长期配套不全的主要原因。为此，需要国家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彻底解决这

一问题。 

第二，田间用水管理水平低。进入田间，甚至进入农渠的水量都没有一个比较精确的

计量概念，许多数字都是大致目估出来的。加之水价低，又不按量计征水费，因此用水量

大，浪费水量严重。笔者认为，要提高田间用水管理水平，节约田间用水量，必须扩大农

民参与，成立农民用水者协会，让用水者自己来管理和养护渠道，分配灌溉水量，并参与

制定水费标准和计收水费。农民自己作为田间用水管理的主人，无疑，田间水量的浪费现

象可以大大减少。 

“用水者参与灌溉管理”是国际上普遍倡导的模式，许多国家已取得了显著成效。我

国近些年来也进行了试点，积累了自己的经验，在“十五”期间应加快推广、组建用水者

协会的步伐。当前应全面总结经验，制定用水者协会的有关法规和章程，使其具有合法的

地位，并有法人资格  负责与政府管理部门协商签订经营权的转让协议，以及承担相应

的义务。协会作为一个经营实体，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全面负责管辖范

围内渠道的维修养护以及用水管理工作，灌区管理部门在技术上予以支持和指导。我国的

试点多采取以斗渠为单元组建用水者协会，由于各灌区的渠系布置情况不同，也可以按具

体条件组建用水者协会。 

在转让经营权以前，水利管理部门应筹措资金把相应的渠道修整得基本完好，渠首有

控制建筑物和固定的量水设施然后转交给用水者协会管理经营。用水者协会是一种新生事

物，在组建和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如渠道和建筑物的产权、水费的合理分

配等，都需要逐步解决。但建立用水者协会的方向是正确的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无疑

可以为改善田间用水管理状况作出贡献，大大提高田间用水效率。 



作者为国际灌排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国家节水灌溉北京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委员会

主任 

   人气：  235

 编辑：chentao 推荐给朋友： 发送 订阅短信：

   

∷相关新闻∷
 

· 浅谈引黄灌区低压管道输水灌溉中管网的优化设计（苏畔河）(2008-12-9 )

· 论干旱地区的合理灌溉（汤建平）(2008-12-4 )

· 水资源总量控制条件下主要农作物灌溉用水基本定额定量化研究（刘建强 金丽 郑强 宫永波）(2008-12-2 )

· 灌溉水文化 从智伯渠说起（李仰斌）(2008-10-23 )

· 浅谈自动监控系统在灌溉工程上的应用（李金宝）(2008-8-5 )

· 节水灌溉与农业综合技术研究（王广兴）(2008-8-1 )

· 关于建设我国国家节水灌溉试验与监测网络的建议（康绍忠）(2008-7-23 )

· 关于农业节水灌溉改革创新的建议（田园）(2008-7-17 )

  版权所有/维护管理：天津市龙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